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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酶对丝光苎麻织物的抗刺痒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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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丝光苎麻织物的令人不舒服的刺痒感一般认为是由于丝光苎麻织物表面纤维的裂纹、粗糙程度以及

硬度造成的。用纤维素酶对丝光苎麻织物处理时，纤维素酶的用量、pH 值、温度、浴比、时间对刺痒感处理效果都

有很大的影响，通过在实验中改变纤维素酶的用量、pH 值、温度、浴比、时间对处理丝光苎麻织物，做对比实验。通

过分析实验数据，发现纤维素酶用量影响最大。对丝光苎麻织物进行纤维素酶处理后，其刺痒感得到很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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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comfortable itching feeling of mercerized ramie fabric is believed due to the crack
and roughness of fiber surface and hardness of the fiber． When treated with cellulase，the anti-itchy effect
was affected by the feeling cellulase dosage，pH value，temperature，bath ratio and treatment time，and
the parameters were studied for comparis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ffect of cellulase dosage on
itching feeling is most important，after treatment，the itching feeling were modified obv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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苎麻为荨麻科，属亚灌木或灌木植物。苎麻分

布范围较广，主要在中国大陆的湖广三省( 湖南、湖
北、广东) 及贵州和安徽。野生苎麻的分布更为广

泛，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均有分布，特别是长江

中下游地区最多。
苎麻为单细胞纤维素纤维，横切面为不规则的

多边形，表面有无数不规则的裂纹，并带有横节。苎

麻纤维分子排列非常的整齐紧凑，结晶程度也非常

高，所以其强力是常见天然纤维中最大的，刚性也在

常见纤维中首屈一指。而丝光苎麻通过浓烧碱处理

使苎麻纤维溶胀，并对苎麻织物施加张力从提高苎

麻的光泽感，同时，苎麻织物的缩水率也会变得更加

稳定，织物表面的洁净度也变得更高。苎麻织物经

过丝光后，它的吸附能力也有所增强，不论是在形态

结构还是微观结构甚至在分子结构的变化方向上，

纤维性质都发生了变化。在形态结构方面纤维直径

增大变圆，丝光苎麻织物在施加适当张力的情况下，

丝光苎麻纤维圆度不断增大，致使其原来的折皱逐

渐消失，表面看起来有丝一般的光泽，大量的光线从

原来的漫反射变为镜面反射，进入人眼的光线强度

明显增加，给人以丝光感。
通过多种方式对苎麻进行丝光处理，都很难改

变苎麻的刺痒感［2］，需利用其他助剂来消除丝光苎

麻的刺痒感。水解纤维素是一种纤维素酶，它不是

单个存在的，而是以一组一组形式存在的，并只有在

协同合作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3 － 4］，对纤维素及其

衍生物的作用尤为突出。丝光苎麻织物主要为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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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纤维，纤维素纤维遇到纤维素酶时，纤维素酶

会催化分解纤维素纤维。在自然界中，纤维素酶存

在非常广泛，各类动物、细菌都能产生纤维素酶。一

般选用真菌生产纤维素酶［5 － 7］。
由于丝光苎麻织物极易产生刺痒感，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丝光苎麻织物与丝光苎麻制品的相关

推广，尤其对于夏季高档轻奢舒适、柔软光滑面料

的开发有特别大的影响。目前，国际国内对于消

除苎麻织物刺痒感整理的研究方法有许多，本文

阐述的是用纤维素酶对丝光苎麻织物进行部分软

化和毛羽去除，从而达到降低刺痒感［8 － 10］的目的。

1 织物刺痒感评价标尺

织物刺痒感从“无刺痒”到“非常刺痒”这一感

觉范围进行探讨做出，主要参考图 1 评价标尺中有

刺痒感和无刺痒感的分数来评价丝光苎麻织物。采

用比较性平衡尺来进行深度探讨。

图 1 评价标尺

2 实验条件与方法

织物: 30 cm ×30 cm 的丝光苎麻织物。
药剂: 纤维素酶。
使用条件: pH 值 3 ～ 7，浴比 3∶ 18，纤维素酶用

量 0. 2% ～3． 0% ( owf) ，处理时间 30 ～ 60 min。
使用仪器: 量筒、烧杯、电子温度计、电子水浴

锅、天平、玻璃棒、电磁炉。
工艺流程: 烘干→退浆→烘干→纤维素酶处

理→水洗→烘干。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纤维素酶作用效果大小主要取决丝光苎麻织物

实验时候的 5 个指标因素，分别是溶液的 pH 值、实
验温度、纤维素酶用量、浴比、时间。下面通过单因

素实验来测试纤维素酶对丝光苎麻织物的刺痒感改

变程度。
3. 1 pH 值的影响

实验条 件: 浴 比 3 ∶ 18，纤 维 素 酶 用 量 0. 2%
( owf) ，处理时间 30 min。由于 pH 值的变化使纤维

素酶的活性相应改变，通过观察 pH 值的变化来分

析刺痒感的主观评价。pH 值对丝光苎麻织物刺痒

感的影响见图 2。可以看出: pH 值为 4 时，纤维素

酶的活性比较高，可有效改善丝光苎麻织物刺痒感。

在 pH 值相对较低的范围内纤维素酶的活性较低，

刺痒感趋于稳定。在 pH 值高的情况下纤维素酶发

生变性，失去了原有活性，丝光苎麻织物的刺痒感明

显增强。

图 2 pH 值对丝光苎麻织物刺痒感的影响

根据实验结果可看出 pH 值在 3 ～ 6 的范围丝

光苎麻织物的刺痒感趋于抛物线状态，在 pH 值为 4
时纤维素酶的活性较高，可有效消除丝光苎麻织物

的刺痒感。
3. 2 温度的影响

温度可影响纤维素酶的活性，而纤维素酶的

活性又直接决定了处理丝光苎麻织物的效果。在

不同温度下，纤维素酶的活性不同。低于最适温

度，纤维素酶的活性没有完全被释放，高于最适温

度，纤维 素 酶 的 活 性 会 随 着 温 度 的 升 高 而 消 失。
因此实 验 所 用 的 温 度 越 高，反 应 的 速 度 就 越 快。
当使用温度到达某一极限的时候，纤维素酶就慢

慢地失去了其作用，最后完全失效。温度对丝光

苎麻织物刺痒感的影响见图 3。其他实验条件为:

浴比 3 ∶ 18，溶 液 pH 值 4，纤 维 素 酶 用 量 0. 2%
( owf) ，时间 30 min。

图 3 温度对丝光苎麻织物刺痒感的影响

3. 3 纤维素酶用量的影响
在 pH 值和温度恒定及纤维素酶适量的状态

下，纤维素酶催化反应的速率与纤维素酶的用量成

正比。随着纤维素酶用量的增加，丝光苎麻织物的

手感明显提高和变软，但当纤维素酶用量过高时，丝

光苎麻织物强力明显下降，不符合衣用标准，因此纤

维素酶的用量不宜过高。丝光苎麻织物在不同用量

的纤维素酶处理下，测得处理后苎麻织物的刺痒感

如图 4 所示。其他实验条件为: 温度 60 ℃，浴比

3∶ 18，处理时间 30 min，pH 值 4。
由图可以看出，纤维素酶用量在 1% ( owf) 以下

时，丝光苎麻织物的刺痒感等级高，主要是因为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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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纤维素酶对丝光苎麻织物刺痒感的影响

浓度较大，随着纤维素酶用量的升高，丝光苎麻织物

刺痒感升高。当纤维素酶的用量过大时，麻织物刺

痒感等级趋于稳定。因此，选择纤维素酶的用量为

1% ～4% ( owf) 较为合适。

4 结束语

丝光苎麻织物令人不舒服的刺痒感一般认为是

由于丝光苎麻织物表面纤维的裂纹、粗糙程度以及

硬度造成的。用纤维素酶对其进行处理时，纤维素

酶的用量、pH 值、温度、浴比、时间对实验的结果都

有很大的影响，其中纤维素酶用量影响最大。对丝

光苎麻织物进行纤维素酶处理后，其刺痒感得到极

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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